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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亿元的背后，有着三大发展引
擎的推动。”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三大
引擎合成了渝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势崛起是渝北经
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引擎。

落户重庆临空前沿科技城的OPPO（重
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所建的OPPO（重庆）
智能生态科技园项目占地1524亩，总投资
约77亿元，将建成年产手机5000万台以上
的产能。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这家公司
结出了硕果：实现产值185亿元，同比增长
21.51%。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是渝北战兴产业的
一大载体。数据谷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建设
华为软件开发平台、智能样机生产平台、智
能硬件检测平台等10大开放共享平台，同时
建设长安软件中心、传音研发中心、集成电
路工程中心等一批行业高端研发应用平台，
推出产品打样、电子产品检测认证、集成电
路流片封装测试等标准服务238余项，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帮
助智能制造企业攻关关键共性技术，助力全
市智能化水平升级。2020年，新增签约项目
37个，总注册资本10.02亿元，合同投资额
120亿元，全年新增从业人员约2000人。

目前，渝北的智能装备、智能终端、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过几年的
培育壮大，已经形成了一批支撑性的产业。
以智能终端产业为例，2020年，以OPPO、传
音等为主的手机整机产量就超过9000万
台，全球所产的手机每20台中就有一台是

“渝北造”。
“目前，渝北已培育成长起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佼佼者。”渝北区经信委相关负
责人说，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起到
了拉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所
实现的产值已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45%以上。

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新引擎，拉动了渝北
工业逆势增长。2020年，渝北区387家规上
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3155 亿元，同比增长
14.5%，总量全市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达到了11.7%，高于全市增速5.9个百分点。

“以消费拉动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渝
北经济的一大引擎。”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说，
2020年，渝北的商贸、金融等服务业都渡过
了难关，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2020年底，渝北重庆金陵大饭店总经理
涂军的脸终于“阴转晴”。因为在上半年几
乎没有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全年完成营业利
润率36.8%，超过2019年的5%，营业利润率
在全国金陵连锁成员酒店中排名第一。

“以消费拉动的商贸服务业得到了稳定
和增长。”渝北区商务委负责人说，2020年，
渝北的服务业可谓经历了“过山车”的“有惊
无险”。

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渝北
全区商贸服务业的经营额同比下降了不
少。面对这样的困境，渝北区委、区政府在
做好防疫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消费
的措施，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2020年9月30日，渝北三亚湾首届海

鲜节开幕，吸引来全市的消费者。三亚湾水
产商会会长韩群勇介绍，至此，市场日营业
额由不足 100 万元，上升到 1000 万元以
上。2020年，整个市场实现销售总额达50
亿元。

2020年，渝北通过发放消费券、举办一
系列消费节等拉动了消费。三四季度，限额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超10%以
上，全年实现了扭负转正。

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已在渝北现代服务
业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成为渝北区第二大
支柱产业。2020年，渝北金融业增加值实现
29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4.5%；存贷款
余额达到13069亿元，同比增长12.6%。近
年来，渝北区持续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集聚银行、保险、证券、地方性金融机构等各
类金融产业291家，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结
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产
业体系。持续优化金融产业布局，新牌坊金
融服务集聚示范区成为全市首批现代服务
业集聚示范区。渝北区在全市率先规划建
设重庆基金小镇，加快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等产业资本集聚，搭建基金平台进行资本招
商，利用资本对科技创新的敏锐性，形成了
金融、技术、产业、人才等不同要素良性互
动，为产业发展引来金融“活水”。

在渝北龙溪街道内的重庆基金小镇，已
落户50多家投资企业，是渝北运用金融促进
产业发展的一个平台。“2020年，我们通过发
起的2只基金筹集起2.98亿元资金，支持了
8家企业的发展。”重庆基金小镇的落户企业
重庆上创新微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蔡
世杰说。

仙桃数据谷发起设立的5亿元科兴科创
基金正式成立，相继投资了天箭科技、悦能建
筑、曼荼罗等重点项目，专业投资转型取得重
要突破。在渝北的重庆天箭惯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了上创新微5500万元股权融资
后，已成长为一家拟上市高科技企业，并准备
于今年5月申报科创板上市。

“创新驱动，是推动渝北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说，渝北
的综合科技竞争力已连续4年居全市首位。

在创新驱动中，渝北区出台了《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生态圈的若
干政策》，推出“创新52条”，每年整合不低于
3亿元财政资金，对科技创新进行奖励支持。

重庆市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

“创新52”条的受益者。为研发高端摄像头
模组，该公司先后投入1000万余元建设国
内一流的企业级光学测研中心。近3年里，
该公司平均每年有300个新产品问世，营业
收入也从1300万元增加到16亿元。

在创新驱动中，渝北区还实施“临空创
新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等引才计划，建立

“创新创业导师库”，聘请知名专家学者、成
功企业家139名，为渝北创客和科技型企业
进行创业辅导、解决关键技术难题。依托国
家信息中心、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联合
ARM、微软等知名企业，打造仙桃大数据与
物联网创新学院，重点培养大数据产业所需
的应用型人才，累计完成人才培训1万余人
次，2020年本地就业率达到59.72%。

在创新驱动中，渝北的研发机构也迅速
发展起来。据统计，目前全区研发机构法人
化试点单位达到32家，新建新型研发机构32
家，认定为重庆市新型研发机构20家、重庆
市新型高端研发机构12家，均居全市第一。
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增至10个，市级科技创
新基地增至219个。目前，已形成了研发机
构、科研人才、科技企业等三大创新主体。

从2017年起，渝北设立了每年2亿元专
项资金扶持企业技改，发挥出政策扶持的导
向作用，激发了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的积极
性，一批优质项目得以实施。

渝北段记西服原是一家传统制造企业，
近几年，通过创新，先后独创了“段记大数
据”“3D技术端试衣系统”“裁衣天下”个性
化定制系统，实现了段氏集团“互联网”“数
字化服务”“智能化设计”“柔性化生产”的一

体化融合。
目前，渝北已建成智能工厂2个和数字

车间13个，并重点打造出驰骋汽车、南方英
特、再升科技等智能制造示范点。天实精工
获评“2020年重庆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驰骋汽车实施了汽车车身模块化柔性自动
化生产线技改项目，产能提升了3倍，用工减
少85%，人力成本下降了80%，能源利用率
提升了 30%，质量合格率由 85%提升到
99%。再升科技通过实施技改，研发出多个
新产品，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均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并超过国际先进
水平，成为国内唯一可提供火焰棉、无树脂
棉和超细无树脂棉的企业。润泽医疗公司
自主研发的多梯度多级多孔钽材料，成为全
球第一个新型再生性医用多孔钽材料，其所
有技术均为自主研发。

“创新驱动已成为渝北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渝北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
说，2020年，全区智能制造发展指数达到
62.2，位列主城都市区第一；装备数控化率达
到76.4%，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8.33%。

仅在2020年，渝北就新培育科技型企
业1005家，总量达2905家，全市第一；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89家，总量达690家，全
市第一；成功在科创板新挂牌5家企业，总量
达到58家，占全市13%；全社会R&D经费
支出增至75.46亿元，占GDP比重达4.08%；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966件，万人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23.56件。

创新驱动，已成为渝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推动力。

三大引擎聚合推动力 两大格局夯实高质量
渝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在渝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
亿元的背后，还形成了两大新发展格
局：一是开始呈现出内循环为主，国
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双循环”
格局；二是以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为
支撑的集群化发展新格局。这两大
新格局为渝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
定起坚实的基础。

落户渝北的阿莫森航空安全器
材（重庆）有限公司由于受复杂的国
际贸易环境影响，其组装业务在去年
一度被国外公司叫停。然而，这家公
司通过渝北的绿色通道服务，使不少
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境外维修业务得
以重新开展。2020年，即使在疫情
导致航空公司整体业务下滑较大情
况下，公司的出口额也开始恢复，下
半年业务增长了24.5%。

在渝北，建成开园的临空国际贸
易示范园已引进来一批对外贸易结
算总部企业。2020年6月，国际贸
易示范园内的重庆巨豪渝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成功在OTC挂牌上市，成
为全市园区运营公司首个上市企业。

据介绍，目前，临空国际贸易示范
园先后获得重庆临空国际贸易孵化基
地、重庆市临空巨合小企业创业基地、
市级临空巨合孵化器等市级荣誉称
号。去年以来，渝北针对疫情对外贸
进出口等贸易企业的影响，采取系列
措施支持园区拓展业务，开展外贸转
内销、环球商品嗨购展等活动，推广帮
销园区企业产品；同时，联合江北机场
海关，支持园区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
务，探索新的贸易模式。

截至目前，临空国际贸易示范园
内已注册企业356家，去年实现进出
口额38亿元。

与此同时，渝北还会同两江新
区、保税港区出台《促进总部贸易转
口贸易加快发展办法》，招引小传总
部贸易项目落户，净增进出口额120
亿元。2020年，渝北区的进出口总
额 实 现 167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5%。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双循环
的新格局。”渝北区商务委负责人说，
全区不仅进出口额增长，外商投资也
大幅增加。目前，全区已有外资企业
900余家，约占全市总数的六分之
一。2020年全区实际利用外资达
24.5亿美元，超过了全市总量的五分
之一。

以“五个千亿级”为支撑的产业
集群化发展，已成为渝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又一个新格局。

目前，渝北已形成了智能终端、
软件和信息服务、现代消费走廊、两
江国际商务中心、航空物流园“五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渝北区相关负责

人说，这“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目
前都在快速、高质量的发展。

千亿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群
以仙桃数据谷为核心，聚集长安软件
中心、传音西部研发中心、长安天枢
科技、紫光建筑云、集成电路工程中
心、中关村信息谷协同创新中心、火
链科技数字经济创新基地等软件研
发、集成电路设计、大数据及区块链
产业头部级企业50余家，汇聚科技创
新企业220家。2020年仙桃数据谷
也被认定为重庆市首批软件产业园
（综合型），累计实现产值205亿元。

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是渝
北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目前，
这一产业集群里已引进了OPPO、传
音等智能终端产业项目 50 余个。
2020年，智能终端实现产值398.6亿
元，同比增长38.6%。

千亿级航空物流园是渝北正在
加快建设的一个集群化发展产业
园。目前，正在引导园内的行业集聚
融合发展，并由宝能集团、嘉里大通
物流公司等龙头企业牵头，成立了重
庆渝北区航空物流产业园企业联盟，
已吸引30余家生产、销售、仓储、运
输、配送、结算等物流产业链上下游
各类企业自愿加入。同时，整合企业
优势资源，探索打造汽车配件物流公
共服务平台和汽配产品跨境进出口
平台，已有500多家汽车配件企业意
愿强烈积极参与，促进物流行业与汽
车后市场行业融合发展，逐步构建起
开放共享的大物流+实体经济的全
产业生态园区。

千亿级两江国际商务中心是渝北
新打造的一个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
这个位于重庆空港新城中央公园片区
的产业集群，将建面积600余万平方
米的商业商务建筑。目前，其核心区
范围以龙湖公园天街、中粮大悦
城、新城吾悦广场、合景悠方、
万科航空金融总部基地五

大核心商业项目为中心框架，并依托
中央公园片区景观及良好的居家、产
业、交通环境，规划导视、停驻、支付、
休憩等多场景联动的智慧系统，建设
多种商业商务门类和形式深度融合
良性发展的新型无界商圈。

目前，两江国际商务中心部分楼
栋已封顶，并已启动招商，将重点招
引总部、金融、临空、商贸、数字、“公
园+”等现代新兴产业和区域优势产
业。据介绍，这五大核心项目将在
2021年11月前陆续完成商业部分
精装修和公区环境打造，并在年底前
实现商业首期开业。

除“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的新
格局外，渝北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发展
的“双十万”工程也在高质量推进。

以“双十万”工程为载体，渝北
将“三变”“三化”融合等的农村改革
融于其中，探索乡村振兴中产业振
兴、激活沉睡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的
新路径，并逐步形成农村经济发展
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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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内循环为主，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两

大新格局为渝北经济的

高质量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能
够突破2000亿元大关，实属不
易。”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认为，在
这2000亿元的背后，是渝北经
济经受住了逆境的考验，有较强
的韧性。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使渝北的经济发展
陷入了困境。由于渝北是重庆
的“空中门户”，防控的任务十分
繁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渝北区
委、区政府坚持“一手抓防控、一
手抓复工”，做到了防疫复工两
不误。

渝北迅速出台了暖企纾困
“区10条”，在全市率先上线了
线上申报兑付政策系统“惠企
通”，编制并向辖区各镇街、各企
业发放《抗疫惠企政策汇编》，

保障了政策的宣传和解读。
同时，区里安排了2.3亿

元财政资金帮助企业

渡难关，26家企业获得1.13亿
元应急周转资金支持，13家企
业获得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4.7
亿元，5303家企业获得续贷162
亿元，1920家企业获得本金及
利息展期49亿元，累计为企业
节约融资成本1.13亿元。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渝北为长安、OPPO等重点企业
协调了近400家配套企业提前
复工，形成复工一家带动一片的
良好局面。

“在复工中，渝北围绕区域
内的重点建设项目，做好了疫情
防控和复工协调保障工作。”渝
北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渝北对
224个重点项目进行全链条管
理，开展项目竞进拉练，使这些
重点项目的开工率、投资完成率
均超85%，使投资在经济中的拉
动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防疫复工两手抓，不仅保障
了渝北经济在极不平凡的2020
年得到了持续的增长，突破了
2000亿元大关，更重要的是检
验了渝北经济的韧性、高质量发
展基础的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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